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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資料介紹 

 

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 

林璟鈺 

    值此社會快速變遷之際，為迅速掌

握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各項實際問題、分

析當前所發生之重要社會現象、有效了

解民眾的意向及主觀評價，藉由嚴謹的

學術調查資料，以瞭解民眾對目前社會

現象的意涵、對日新月異之社會事件的

評估，確實記錄下台灣地區社會變遷所

代表的真正意義。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

查（以下簡稱『意向調查』）即以長期有

系統地從事相關社會科學之學術調查為

目標，建立高品質的原始調查資料，提

供學術界及政府部門，從不同的層面做

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對於特定的重要事

件，以不定期的專題調查方式收集資

料，有效的掌握時效，即瞭解事件產生

的緣由及民眾之意向和評估。反映台灣

社會在轉型期中所表現的衝擊、危機及

想法；檢視重大社會突發事件的意涵及

民眾對所處社會環境的評估或期望。 

    早期意向調查從 1990 年進行到 

1994 年，在五年計劃期間內一共進行十

七次調查，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會支助

經費，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所執行。自 1998年起改由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自籌經費並執行，至 2000

年止一共完成七次電話調查。 

    意向調查原則上以掌握台灣社會快

速變化的脈動，具有學術價值和兼顧適

時性之重大社會事件為探查目標。強調

民眾對不同社會現象所反映的一般態度

及行為表現，其主要目的之一則為儘速

掌握民眾所表現的主觀評估，並進而剖

析此全盤之社會態度所可能發展之方向

極重要的學術意涵。意向調查與一般民

意調查根本相異之關鍵，在於意向調查

並非以考慮各單一社會突發事件的民眾

看法為目的，而是由學術研究的觀點，

就具有特殊學術意義之重大社會現象作

一全面的評估。兼顧較複雜、具學術理

論意涵的分析潛能，並適時反映社會變

化，以持續累積、建構「時間序列」式

的長期指標。 

    意向調查固定主題調查的內涵，分

為四項相關主題：(1)對個人一般生活狀

況的整體感受，(2)對社會議題的反映與

感受，(3)對一般人的信任和對機構的信

心，(4)對未來整個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希

望。這四項主題，兼顧公私兩大層面，

將關懷層次涵蓋到個人和社會，也將時

間的觸角延伸到過去、現狀、未來。 

    不固定主題的相關議題則包括社會

問題、社會運動、社會治安、國家認同、

兩岸關係、交通與公共建設、教育問題、

環保與經濟成長、人際關係、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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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與家庭、弱勢團體、色情問題、公

共政策、移民問題、新興傳播媒介等。 

    意向調查兼顧學術性、適時性、及

實用性的研究，內容涵蓋社會、政治、

經濟、社會福利各層面的重要議題，綜

合這些不同面向，反映出台灣社會民眾

的基本意向，並可與不同國家的資料作

有效的比較；同樣的資料經長期累積，

亦有助於了解社會意向的趨勢。目前該

資料檔已廣為學術界運用，對了解台灣

社會現象和各種變化有明顯助益。 

（內容摘自傅仰止，伊慶春：社會意向

電話調查執行報告，2000年 12月）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呂佩蕙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PSFD），目前由

中研院經濟所朱敬一教授所主持，並由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蔣經國國際

學術交流基金會補助經費，進行一系列

有關「華人家庭動態」的研究。 

該研究有鑑於華人社會的家庭型

態、結構、與互動模式，都遠較西方社

會複雜，其所蘊藏的理論模式，也比建

構於西方社會的模式複雜，因而希望能

藉由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尋找

一個與本土社會環境契合，卻又能為西

方主流學術價值所認同的研究方向。先

自台灣的資料收集開始，以家庭為一基

本單位時序追蹤，建構台灣家庭的動態

資料庫，爾後再向其他華人社會推展。

資料收集一方面用以檢證西方既有有

關家庭之理論在台灣社會是否適用，另

一方面也由資料所呈現的事實中，發

掘、抽離出與西方理論不同的新理論架

構。 

目前已完成四年計畫，預計於 2002

年展開第五年計畫，每一份問卷皆由

PSFD給予一個代碼。前四年的計畫分

別為： 

1. 第一年 RⅠ1999，訪問對象為台

灣地區介於民國 42年 1月 1日至

52年 12月 31日出生的居民。 

2. 第二年 RⅡ2000，為 RⅠ1999主

樣本之追蹤調查； SⅠ2000，訪

問對象為 RⅠ1999主樣本之兄

弟； PⅠ2000，訪問對象為 RⅠ

1999主樣本之父母； RⅠ2000，

訪問對象為台灣地區介於民國 24

年 1月 1日至 43年 12月 31日出

生的居民。 

3. 第三年 CⅠ2000，訪問對象為 R

Ⅰ1999主樣本之子女； RⅢ

2001，為 RⅡ2000之追蹤調查； R

Ⅱ2001，為 RⅠ2000之追蹤調查。 

4. 第四年 CⅡ2002，為 CⅠ2000之

追蹤調查； RⅣ2002，為 RⅢ2001

之追蹤調查； RⅢ2002，為 RⅡ

2001之追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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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資料庫開放釋出第一年（R

Ⅰ1999）、第二年（RⅡ2000、PⅠ2000、

SⅠ2000、RⅠ2000、CⅠ2000）及第三年

（RⅡ2001、RⅢ2001）資料。歡迎學

術界人士踴躍提出申請。

 

 

             

 

             

 

 

 

 

 

台灣大學選舉相關之研究計畫 

邱慕慈 

在台灣，選舉正是推動威權主義政

體轉型與民主化過程的關鍵性社會機

制。尤其是中央層次的國會選舉，提供

了政治反對力量成長及凝聚的場域，也

提供了對威權主政體不滿及渴望民主

改革的選民一個低成本的集體行動之

合作體制。而選舉與投票行為研究的獨

特貢獻，主要有二方面：一、它增進我

們對人類政治行為的瞭解。二、它對當

代政治學研究的許多發展有很重要的

影響（胡佛，1983）。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學術

研究調查資料庫」收錄了台灣大學選舉

相關研究計畫（1977-1996年），內容大 

致以年代區分為： 

 

 

 

 

一、1983-1987年之研究計畫： 

研究架構主要包括以下兩部份 

（一）投票行為 

包含 1.不投票的原因、2.投票的決

定過程、3.投票取向、4.投票結果—黨

派選擇。 

（二）選舉參與 

包含五個層次的參與行動，基本上

根據選舉體系的幾個運作環節（投入、

轉換過程、產出），將所有的參與活動

劃分為：維持性、敦促性、改革性、推

動性、干預性等五個層次，並以維持性

的參與層次最低，干預性參與層次最

高，餘者依序冊列其中，同時認為做為

高一層次的參與者，亦必作底下所有低

層次的參與（胡佛，1983）。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子女 

兄弟 

父母 

RⅠ1999 RⅡ2000 

PⅠ2000 

RⅡ2002 

CⅠ2000 

RⅠ2000 RⅡ2001 

SⅠ2000 

CⅡ2002 

RⅣ2002 RⅢ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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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9-1992年之研究計畫： 

研究主題與前幾次的研究相同，皆

包含選舉參與以及投票行為兩大部

份。其中「選舉參與」與前幾次研究較

為不同：此次為選民個人社會背景變

數、黨派認同以及投票行為間的關係，

包括個人的社經背景、階級特性以及集

團體認同層次的觀察。另外，此研究亦

擬就選民的政黨印象加以探究（陳德

禹，1989）。 

三、1993年之研究計畫： 

延續過去選舉研究的觀察重點，以

供作比較和長期分析之用。另一方面，

在這次的選舉研究中，也增加了以下的

觀察重點：1.團體認同與團體意識、2.

階級認同與階級意識、3.政黨形象與政

黨認同、4.民意與選舉議題（陳德禹，

1993）。 

四、1994年之研究計畫： 

在研究的分析架構中，主要是將政

治體系與選舉活動連結起來，先將選民

劃分為投票與不投票兩種。就投票行為

而言，在概念上將投票取向分為政見取

向與非政見取向。在幾次的研究中發

現，選民決定投票，乃受到個人、心理

以及外在的影響，所以在分析架構中共

列有七種原因：公民責任感、政治信任

及效能感、工具性投票取向、政黨動

員、初級團體的影響、次級團體的影

響、候選人的囑託。就不投票行為而

言，將選民不投票的原因，分為兩大類

共六種，客觀條件：身體健康因素、自

然環境因素、社會環境因素的不能去投

票；主觀條件：政治不信任感、政治疏

離感以及功效意識低（陳明通，1994）。 

五、1994-1995年之研究計畫： 

研究目的在於瞭解選民的投票行

為、政治體系的內容及其與投票行為之

間的相關性，研究主題包括第一部份，

個人社會背景變數與黨派認同、投票行

為間的關係；第二部份為政黨偏好；第

三部份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第四部

份為「李登輝情結」，應用政治心理學

的概念與投票理論模型，將「李登輝情

結」予以概念化與測量，藉此分析大眾

心理與投票行為的關係；第五部份為對

政治態度與政治文化的觀察；第六部份

為對政治參與、政治動員及候選人特質

的觀察（朱雲漢，1994）。 

其他主題的研究計畫包括：1.政治

系統的權力價值取向與交互作用：內湖

地區個案的研究、2.中國文化地區政治

文化與政治參與：中國大陸、台灣與香

港之比較研究、3.民意、選舉與台灣的

大眾政治--1996年總統選民的研究、4.

「選舉體系比較研究」國際合作案台灣

地區先驅計畫。 

上述所有之研究計畫在抽樣方法

上，皆採較繁複的多階段抽樣法，主要

應用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的原

則，結合分層抽樣、等距抽樣（系統抽

樣）、雙重抽樣等方法來求取樣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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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調查方式皆以面訪來進行，每筆

計畫皆有問卷、過錄編碼簿以及 SPSS

程式檔，也可至「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網站中查詢有關該計畫之相關文件。 

附錄：「台灣大學選舉相關之研究計畫」

的計畫名稱、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年度 

胡佛（1977），政治系統的權力價值取
向與交互作用：內湖地區個案的研究，

國科會研究報告。 

胡佛（1983），台北市選民的選舉行為：
民國六十九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之分析，國科會研究報告。 

胡佛（1984），民國七十二年台北市增
額立委選舉的分析，國科會研究報告。 

胡佛（1984），政治體系與選舉行為：
民國七十二年台灣省增額立委選舉的

分析，國科會研究報告。 

陳德禹（1987），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
行為：民國七十五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

的分析（台北市資料），國科會研究報

告。 

陳德禹（1987），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
行為：民國七十五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

的分析（台灣地區），國科會研究報告。 

陳德禹（1989），政治體系與選舉行為：
民國七十八年增額立法委員及縣市長

選舉的分析（台北市立委），國科會研

究報告。 

陳德禹（1989），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

行為：民國七十八年增額立法委員及縣

市長選舉的分析（台中市長），國科會

研究報告。 

陳德禹（1989），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
行為：民國七十八年增額立法委員及縣

市長選舉的分析（台灣省立委），國科

會研究報告。 

陳德禹（1992），選舉行為、憲政秩序
與政治變遷：民國八十年第二屆國大代

表選舉的分析，國科會研究報告。 

陳德禹（1993），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
行為：民國八十一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

舉的分析，國科會研究報告。 

朱雲漢（1993），中國文化地區政治文
化與政治參與：中國大陸、台灣與香港

之比較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 

陳明通（1994），政治體系與選舉行為：
民國八十二年縣市長選舉的分析（台中

市長），國科會研究報告。 

陳明通（1994），政治體系與選舉行為：
民國八十二年縣市長選舉的分析（台北

縣長），國科會研究報告。 

朱雲漢（1994.），三黨競爭下的台北市
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民國八十三年台北

市長選舉的分析，國科會研究報告。 

徐火炎（1994），政治體系與選舉行為：
民國八十三年第一屆台灣省長選舉投

票行為研究，國科會研究報告。 

陳德禹（1995），政治體系與選舉行為-
民國八十四年三屆立委選舉的分析，國

科會研究報告。 

游盈隆（1995），民意、選舉與台灣的
大眾政治-一九九六年總統選民的研
究，國科會研究報告。 

胡佛、朱雲漢（1996），「選舉體系比較
研究」國際合作案台灣地區先驅計畫，

國科會研究報告。 

 


